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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11月30日，记者
从乐山市中医医院获悉，今年“三九贴”将于
12月11日在该院东区治未病中心正式开
贴。届时，该院还将开展贴四次送一次的福
利活动。

据了解，中医讲究“夏养三伏，冬补三
九”。三九贴敷（中药穴位贴敷）是冬病冬
治最常用的方法，根据中医“虚则补之”“寒
则温之”“内病外治”的理论，在每年“三九”
时段进行穴位敷贴治疗，可疏风散寒、温补

肺肾，起到疏通经络、平衡阴阳、止咳平喘、
调和脏腑的功效。它是运用“内病外治”手
段防治疾病的独特方法之一，已有悠久的历
史。

据悉，“三九贴”是利用“冬病冬治”原
理，在冬天治疗冬季好发的疾病，以预防和
减少该病在冬季发作。主要适用于骨伤科
疾病，慢性、顽固性呼吸道疾病，消化系统疾
病，妇科疾病，免疫系统疾病，亚健康调理，
五官科疾病，小儿体质调理等疾病和保健。

防寒防病正当时

市中医医院“三九贴”即将开贴

预贴：12月11日-12月20日；
一九贴：12月21日-12月29日；
二九贴：12月30日-2022年1月7日；
三九贴：2022年1月8日-2022年1月16日；
加强贴：2022年1月17日-2022年1月25日。

今年“三九贴”贴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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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一
定听过“食物相
克”的说法。受中
医药理论关于饮
食宜忌的影响，在
服用中药时，中医
医师与患者大多
会注意到“忌口”
问题，而在使用西
药时，一般不太介
入日常饮食。但
你知道吗，有超过
90%的药物或多
或少会受到饮食
的影响，饮食可以
通过影响药物在
体内的吸收、代谢
等过程来影响浓
度，从而影响疗效
和用药安全。

针对饮食与
用 药 安 全 的 问
题，记者请来了
乐山市市中区人
民医院药剂科药
师潘奕彤为大家
聊一聊可能影响
用 药 安 全 的 饮
食。

“吃头孢不喝酒”的理念现在
已经深入人心，除了酒精+头孢造
成可能的“双硫仑反应”，以下这些
药物与酒同服也会造成用药安全
隐患：

感冒药：感冒药中常含有非甾
体解热镇痛药成分，如阿司匹林、对
乙酰氨基酚、去痛片、布洛芬、萘普
生、美洛昔康、吲哚美辛、双氯芬酸
等，这类药物与酒同服会对胃产生
很大的刺激，严重会导致胃出血。

抗过敏药物：如酮替芬、氯苯
那敏、苯海拉明、西替利嗪等，此类
药物本身会有嗜睡、眩晕的不良反
应，与酒同服时会加重此类不良反
应。

镇静催眠药：如安定、艾司唑
仑、苯巴比妥、佐匹克隆等药物，同
时大量饮酒，会加速药物吸收，减
慢代谢，引起血液中药物溶度在短
时间内升高，造成中毒。

降压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
胍、瑞格列奈、格列喹酮等降糖药，
酒精可促进此类药物代谢，引发严
重低血糖反应和不可逆的神经系统
病变；呋塞米、氢氯噻嗪等利尿降压
药能协助酒精发挥扩张血管的作
用，引起加速降压，两者同用时，可
出现头晕、直立性虚脱等症状。

抗抑郁药物：啤酒与红酒中含
有丰富的酪胺，抗抑郁药物（如吗
氯贝胺等）可以阻碍酪胺的分解，
发生酪胺反应，即出现头痛、幻觉、
呕吐、面色潮红等症状，严重时可
出现高血压急症。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药物制
剂中也含有酒精成分，酊剂（如藿
香正气水）、醑剂等，使用前应查看
药品说明书，避免潜在的用药安全
隐患。

关键词
酒精性饮料

关键词
果汁

在所有果汁中，目前研究最多的
是西柚汁。

西柚汁能够抑制药物在肝脏中
的代谢从而提高药物浓度，出现用药
风险。受西柚汁影响的药物品种多
种多样，如止痛药、地平类降压药、他
汀类降血脂药、镇静催眠药、抗癌药、
消化系统药物和抗过敏药物，及多种
抗生素（主要是红霉素类）。西柚对
代谢酶的抑制作用可达12-24小时，
因此，服用上述药物期间，应禁用西
柚汁，并持续至停药后的几天。

关键词
茶水

饮用牛奶后，牛奶在药物及胃黏
膜表面形成的膜会干扰或延缓药物的
吸收；此外，牛奶中含有较多的无机盐
类物质易于药物反应生成稳定的络合
物或难溶性盐类，如抗菌药物（喹诺酮
类、四环素类等）、钙铝制剂（葡萄糖酸
钙、铝碳酸镁等）等，降低药物疗效。

关键词
牛奶制品

茶水有助消化、解油腻、利尿、通便功
效，其中的咖啡因、茶碱等成分，具有兴奋中
枢神经、强心和利尿作用，可以与镇静、催眠
药物发生药理拮抗；茶水中的鞣酸可与含金
属离子的药物（如铁剂、钙剂、铝剂等）、生物
碱类药物（如地高辛）、酶制剂（如乳酶生、胃
蛋白酶、胰酶）、某些抗菌药物（如四环素类、
红霉素类）结合而沉淀，降低疗效，甚至刺激
胃肠道，引发胃肠道不适。

关键词
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

饮食中的蛋白质对药物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氧化代谢方面。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
饮食可加速药物在肝脏内的代谢。对于部
分敏感性药物而言，高蛋白饮食下的药物吸
收更快，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可能增加，因
此，哮喘患者服用氨茶碱时应避免同时服用
豆类、高蛋白类饮食。高蛋白饮食也可能与
药物竞争结合位点，如甲基多巴、左旋多巴，
使药物吸收减少，疗效不佳。

“总而言之，服用药物时，应使用
白开水送服，避免使用果汁、咖啡、奶
制品及茶水等液体服药，忌用含酒精
的饮料。如果正在服用药物，饮食可

能使药物疗效降低或药效过强导致危
险，建议用药前仔细阅读说明书，或咨
询医师、药师。”潘奕彤认为，对于食物
可显著减少其吸收的药物，应于餐前1

小时或餐后2小时服用，如药物对胃
肠道有刺激，则应选用肠溶制剂。对
于食物可增加其吸收的药物，则应在
餐后服用。

记者 戴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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